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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授权点

建设年度报告（2023 年）

一、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我校 MBA 教育坚持“厚德精业，笃行致远”的办学理念，

围绕打造“闽商精神催发地”的办学目标，致力于培养厚基

础、勇开拓、重责任、善实战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综合性管

理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

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商业道德；具有企业公民意识、社会责任

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具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创业精

神。

（2）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现代经济学

和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统计分析和决策分析等企业

管理所需要的基本分析方法与工具；掌握会计、财务、营销、

运营、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等与企业职能管理相联系的

专业知识；掌握领导、决策、创业、公司治理、战略、商业

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等与企业综合管理相联系的专业知识。

（3）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熟练的阅读能力，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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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译能力和基本的听、说能力，能适应工商管理专业学

习、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具有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全局的

战略思维和分析能力；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科学决策能力；

具有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具有创新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

专业方向包括：

（1）企业文化与战略管理

企业文化与战略管理方向除了研究企业文化建设与组

织行为模式优化的文化管理基本内容外，主要侧重于探讨文

化战略对企业发展的实际影响和效用发挥路径，寻求文化经

济化的方式与策略。其关于文化战略管理、文化项目策划、

文化项目经营的专题设置有助于帮助管理者以文化战略引

导企业发展，激发企业人对企业发展更高境界的文化自觉，

从而谋求企业无可比拟的核心竞争力；启发企业以文化为契

机，通过文化经济化，探求自身发展的新模式。

（2）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方向针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问题，

研究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策略，具体包括：

①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②招聘管理；③培训管理；④绩效

管理；⑤薪酬管理；⑥劳动关系管理；⑦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⑧人力资源管理诊断；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结合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趋势，同时进行以下内容的探索和研究：

企业人力资源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弹性、企业人力资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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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购企业人力资源整合、智力资本管理和压力管理等。

（3）金融投资与财务管理

金融投资与财务管理方向主要是介绍金融投资、企业财

务报表分析、企业内部控制以及税收筹划等内容，使学生进

一步拓宽金融及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提高企业金融投资与

财务管理的能力。

（4）品牌管理与数字营销

品牌管理与数字营销方向主要面向企业企划部、销售部、

客服中心、品牌中心、广告公司、营销咨询公司、传媒企业

广告中心、连锁经营企业，培养营销管理、品牌管理、营销

策划、商业创意、销售管理等方面高级人才。主要内容包括：

消费心理与行为、品牌战略、品牌传播、连锁经营管理、营

销策划、销售管理、数字营销等。

2.学位标准

根据学校《福建农林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2022 年修

订）》〔闽农林大研[2023]3 号〕文件第三条要求，凡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者，可

按本实施细则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

硕士学位申请可根据上述《实施细则》文件第九条规定：

“申请人资格审核申请硕士学位者，须符合下列要求：（1）

符合总则第三条规定；（2）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成绩

合格，并取得规定的学分,完成必修环节；（3）跨学科专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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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具有本科学历考入的硕士生，应按规定补修完所申请专业

的本科主干课程，成绩合格；（4）在学期间经补考取得的学

位课程学分不超过 6 学分；（5）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达

到培养方案的要求；（6）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专业实

践达到培养方案的要求；（7）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因

作弊、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而受过处分或处分已解除；

（8）通过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注：关于申请硕士学位

获得学术成果的要求，在不低于学校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按

照《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获得学术

成果规定》执行。）

此外，对提前完成培养计划，学位论文符合申请答辩要

求的研究生，经过规定的审批程序可以提前答辩、毕业并申

请学位。提前毕业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至少在校学习期

满 2.5 年。申请提前毕业的基本条件如下：

（1）政治素质高，思想品德优秀，在读期间未受到学

校处分；

（2）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培养环节，修满已开设课

程的全部学分，且没有补考记录；

（3）已修课程智育分在本年级排名前 20%；

（4）在达到以上三项条件的基础上，必须同时满足下

述条件之一：



5

①在校期间与导师组合作开发案例 1 个，并入选中国管

理案例共享中心主办“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要求本人

为第一作者或导师组成员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以

福建农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②在 B类及以上期刊发表与学科专业方向相关论文 1篇，

要求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组成员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

作者，以福建农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③在校期间参加省部级及以上级别 MBA 案例、创新创业

等各类学科竞赛，并获得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二）基本条件

1.培养特色

（1）坚持资深教师和企业家共同授课的教学模式；

（2）强化管理案例教学，注重实战技能培养；

（3）引入移动课堂，深入企业现场参观、教学与讨论；

（4）坚持精英培养，双师全程、全方位指导。

2.师资队伍

在《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任课教师管理

暂行办法》中严格规定了 MBA 任课教师资格，确保 MBA 任教

老师的资质优良。优化整合全校教学资源，形成了一支以经

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为主体，以校内其他学院的部分教师以及

社会兼职教师为补充的师资队伍，保证 MBA 项目稳定、高质

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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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外导师学术水平较高，指导经验丰富。我校 MBA 培

养实行校内导师为主、校外导师为辅的双导师制。现有校内

导师 33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30 人，占 90.91%；教授

10 人，占 30.30%；副教授 18 人，占 54.55%；讲师（博士学

位）5 人，占 15.15%；博士生导师 9 人，占 27.27%。已聘请

67 位企业事业单位高级职称的高级管理人员、专家担任校外

导师。

表 1 福建农林大学 MBA 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含校外导师）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校外

导师
25 岁

及以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0 0 0 2 8 0 9 0 8 10 3
副高级 18 0 2 5 11 0 16 1 1 18 30

中级 5 0 1 4 0 0 5 0 0 5 8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26
总计 33 0 3 11 19 0 30 1 9 33 67

目前，我校 MBA 教师的资质情况：第一，MBA 专业课程

教师全部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或有博士学位并具有一定

教学经验、或讲授所教课程 5 年以上。第二，MBA 核心课、

必修课及重要选修课的任课教师具有企业管理、企业咨询或

企业项目研究经验者的比例为 100%，保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

教学效果。第三，53%的 MBA 核心课及重要必修课的任课教

师来自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涉农企业经营管理科研创新

团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科研创新团队、管理科学与工程

创新团队、文化产业管理科研创新团队、海峡商业研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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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团队等 5 个科研创新团队，2023 年 7 月新增一个省

级团队“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团队”。

校外导师中有 95.2%来自福建省内的各企事业单位高管，

另有 4 人来自政府单位；其中高级职称占比 62.9%，中级职

称占比 16.7%。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务

经验，这些行业领军人才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方法和

技能，洞察中国市场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管理人才。

3.科学研究

（1）教师成长

2023 年以来，MBA 中心专任教师中晋升教授 3 位，副教

授 3 位。陈秋华教授“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

团队”获省创新团队建设，是近年来人文学科省级创新团队

建设的重大突破，直接经费 80 万。

表 2 新增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姓名 级别 名称 项目来源 主持人 立项时间
经费

（万）

陈秋

华
省部级

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

振兴科技创新团队

福建省教

育厅
陈秋华 2023.7.18 80

（2）重要课题

2023 年，MBA 中心专任教师共立项国家级研究项目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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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家自然基金 2 项，国家社科基金 1 项，教育部基金 1

项。立项省部级研究项目 18 项，其中省级重大研究项目 9

项，纵向课题科研经费超过 270 万。

表 3 2023 年立项纵向课题

姓

名
级别 类型 名称 项目来源

主

持

人

立项时间
经费

（万）

曹

辉

国家

级

科研

项目

国家公园特许经

营制度设计与模

式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专项项目

第

一
2023.01-2023.12 20

文

艳

国家

级

科研

项目

旅游贸易促进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

的多维测度与调

整策略研究

（23YJCZH234）

教育部人文社

科

第

一
2023 年 9 月 8

杨

洁

国家

级

科研

项目

行为视角下多级

跨界流域治理合

作博弈及补偿机

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第

一
2023.1-2025.12 12

杨

洁

国家

级

科研

项目

犹豫模糊信息非

合作-合作博弈决

策方法及应用

国家社科基金
第

一
2023.1-2025.12 19

林

伟

明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全球价值链绿色

化重构下民营企

业出口竞争力培

育路径研究

“生态文明研

究中心”基地

重大

第

一
2023.11 6

林

金

省部

级重

科研

项目

武夷山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保护发

“生态文明研

究中心”基地

第

一
2023.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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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大 展政策优化研究 重大

张

婷

婷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推动福建省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路径研究

“生态文明研

究中心”基地

重大

第

一
2023.11 6

汪

金

祥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生态文明目标下

福建省经济韧性

提升路径与政策

创新研究

“生态文明研

究中心”基地

重大

第

一
2023.11 6

坚

瑞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

基金研究阐释党

的二十大精神重

大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

学基金研究阐

释党的二十大

精神重大项目

第

一
2023年 7月 10日 6

郑

义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全球产业链重构

及我省外贸出口

可持续增长研究

福建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

心决策咨询研

究重大课题

第

一
2023 5

屈

峰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船政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研究

省社科
第

一
2023.10 6

杨

国

荣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福建红色文化资

源与生态文化建

设创新融合研究

福建省社科研

究基地生态文

明中心重大项

目

第

一
2023 6

许

驰

省部

级重

大

科研

项目

福建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商业

模式优化创新研

究

2023 年度福建

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决

策咨询研究重

大课题

第

一
2023 年 5 月 1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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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中

斌

省部

级

教改

项目

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

国家教育部产

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第

一
2023 年 11 月 2

邓

燕

雯

省部

级

教改

项目

管理学原理课程

思政示范课建设

探索与实践

农经教指委

2023 年本科教

学改革与质量

建设研究项目

第

一
2023 年 9 月 自筹

郑

义

省部

级

科研

项目

习近平关于国土

绿化重要论述的

生成逻辑、核心要

义和实践路径研

究

福建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项

目

第

一
2023 3

许

驰
省级

教改

项目

产教融合背景下

经济管理类“本硕

携进”学习共同体

的构建研究

福建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

规划2023年度

课题

第

一
2023 年 9 月 1日 自筹

许

驰
省级

教改

项目

行业协会助力农

业经济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的探索

教育部全国高

等学校农业经

济管理类本科

教学改革与质

量建设研究项

目

第

一
2023 年 9 月 自筹

王

海

燕

省部

级

教改

项目

基于学科竞赛的

文创类课程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培

训

2022 年第二批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第

一
2023 年 2 月 2

张

紫

琴

省部

级

科研

项目

福建省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的机制

研究

福建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

第

一
2023 年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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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究中心一

般项目

张

瑞

琛

省部

级

科研

项目

完善绿色金融支

持体系 推动经济

绿色转型

2023 年福建省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项目

第

一
2023 年 11 月 0.8

李

秀

珠

省级
科研

项目

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

对企业漂绿行为

的影响研究

福建省社科
第

一
2023.7 5

许

驰
厅级

科研

项目

加快构建与先进

制造业强省相适

应的人才支撑体

系研究

福建省财政厅

2023 年度福建

省财政科研一

般资助项目

第

一
2023 年 5 月 1日 0.5

汤

新

华

厅级
教改

项目

新文科背景下智

能财会人才“二维

三智四能五步”培

养模式研究

福建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

规划2023年度

课题

2 2023.09

汤

新

华

厅级
教改

项目

数字经济背景下

财会专业智能化

转型研究

福建省教育厅

2023 年本科高

校教育教学研

究项目

2 2023.10

石

德

金

厅级
科研

项目

福建农林大学预

算绩效管理智库
福建省财政厅

第

一
2023 年 1 月 60

石

德

金

厅级
科研

项目

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分配的影响因

素及实施路径研

福建省财政厅
第

一
2023 年 1 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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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专项

屈

峰
校级

教改

项目

课程思政植入创

新创业方式研究
校教务处

第

一
2023.03 4

林

榅

荷

校级
科研

项目

林业企业碳汇信

息披露的价值效

应与机制创新

福建农林大学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研究院

第

一
2023．03 4

雷

喜

斌

校级
教改

项目

基于"大思政"视

域下的红色文化

教育"三阶段双跃

升"思政美育模式

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3 2023.3 1

雷

喜

斌

校级
科研

项目

新时代特色旅游

的文化产业创新

研究﹣﹣以福州

军事旅游为例

福建农林大学 3 2023.6 0.8

张

紫

琴

校级
教改

项目

数字化赋能人力

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与实践

校级重点教改

项目

第

一
2023 年 7 月 3

谢

帮

生

校级
科研

项目

数字化转型背景

下金融科技推动

双碳目标实现路

径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研究院

第

一
2023 年 3 月 4

李

秀

珠

校级
科研

项目

基于生态文明审

计理念的环境审

计问题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第

一
2023.1 4

陈

秀

省部

级

教改

项目

OBE 视域下农林

高校财会专业课

教育部产学研

合作项目

第

一
2023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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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程体系数智化重

构与实践

陈

秀

秀

校级
教改

项目

理实一体，多元协

同的数智化财会

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

福建农林大学

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校

级重点项目）

第

一
2023 年 1 月 1

2023 年，MBA 中心专任教师承担各类横向研究课题近 40

项，到账经费超过 290 万。

表 4 2023 年横向课题立项

姓

名
课题名称 来源 立项时间

经费总

额（万）

当年到账

经费（万）

李

中

斌

优速云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项

目
优速云公司 2023.12 40 40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项目 2023.12 9 9

肖

友

智

福州麦氿亚欧贸易有限公司

发展规划

福州麦氿亚欧贸

易有限公司
2023.12 2 2

郑

义

关于加快推动福州市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更好融入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对策研究

中国民主促进会

福州市委员会
2023 3 3

余

忠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延续设

立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和部门

评价项目

福建省文化和旅

游厅
2023.3 19 19

上杭县财政专项资金财政评

价报告
上杭县财政局 2023.7 14.4 14.4

郑

奕

福州千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体系设计方案

福州千筑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23.1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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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宇

芳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外派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福建省高速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2022.6 19 9.5

蒋

自

远

数字经济时代高校税务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福建瑞顺税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3.6 1 1

邱

晓

兰

厦门奥锐达科技有限公司发

展规划

厦门奥锐达科技

有限公司
2023.10 3 1

许

小

晶

2018 年度财政资金支出绩

效评价
福建省人社厅 2023.12 4.9 4.9

林

伟

明

漳州市木竹产业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现状与强化措施
漳州市林业局 2022.11 24.88 24.88

赖

启

福

一都镇后溪村创建福州市乡

村旅游精品示范村辅导

福清市一都镇后

溪村
2023.04 4.8 4.8

福建长乐闽江河口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和创

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技

术指导

福州市长乐区闽

江口湿地公园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0.09 36.8
7.36（2023

年第 4 笔）

《蓬莱镇创建福建省全域生

态旅游小镇》项目辅导

安溪县蓬莱镇人

民政府
2023.07 9 9

屈

峰

福建福强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企业文化构建

福建福强汽车模

具有限公司
2023.09 10 10

陈

贵

松

寿宁县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研究

寿宁县农业农村

局
2023.6 5 0

泰宁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

径

福州鑫山旅游信

息有限公司
2022.12 2

2（2023 年

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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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榅

荷

福州市晋安区茶园街道商圈

发展规划

福建省电子信息

应用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2023.9.19 5.8 5.8

漳州市一县一商圈规划编制

和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方

案设计服务

漳州市商务局 2023.11 43.8 未到账

谢

向

英

福建乡村文化记忆系列丛书

编撰
省文化和旅游厅 2018.12 14.8 14.8

魏

勇

生

企业素质拓展中休闲攀树技

术应用

福州倍得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2023.12 1 1

雷

喜

斌

福建省红色文旅民营企业的

商业模式研究

道格元创（福建）

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2023.12 3 3

谢

帮

生

2023 年福建省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领域创新企业核验审

查及服务委托事项

福建省经济信息

中心
2023.4 14.85 14.85

福建省林业发展项目成本测

算
福建省林业局 2023.6 8.5 8.5

会计改革与发展 福建省财政厅 2022.12 40 40

石

德

金

福建省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

产专项资金事前绩效评估

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
2023.6 4.85 4.85

福州市“乡村振兴-试点示

范”政策财政评价项目
福州市财政局 2022.8 25 25

2021-2023 年度福清市海上

养殖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

福清市农业农村

局
2023.7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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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向

群

生态文明视角下福建省环境

审计实施路径研究
横向 2023.6 2 2

阙

春

萍

2021-2023 年度福清市海上

养殖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

福清市财政局 2023.12 3 3

张

瑞

琛

中国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相

关问题研究

福建联创智信税

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2023.5 2 2

陈

秀

秀

福建省交通运输综合保障服

务中心事前绩效评估课题研

究项目

福建省交通运输

综合保障服务中

心

2023.6 8.5 未到账

刘

丰

波

2022 中国森林保险发展报

告编写

国家林草局发展

研究中心
2022.5 5 1

2023 中国森林保险发展报

告编写

国家林草局发展

研究中心
2023.10 5 4

（3）发表重要论文

2023 年，MBA 中心师生发表北核以上论文 37 篇，其中

权威论文 16 篇，发表《福建日报》理论文章 2 篇，《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各 1 篇。

表 5 2023 年发表重要论文情况

期刊名称
论文

类型
论文题目

见刊时

间
期号/收录

作者姓名

（所有）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学术

论文

创业能力、创业坚持与农民

工返乡创业幸福感——乡

土情结的调节作用

2023 年

1 月
1/CSCD

黄美娇;

李中斌;

苏小凤

亚太经济
学术

论文

中国与日本山区城乡医疗

服务公平性与效率性对比

2023 年

7 月
7/CSSCI

陈博楠;

张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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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李中斌;

谢臻

北京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学术

论文

乡土情怀对企业家返乡创

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2023 年

4 月
4/北核

黄美娇;

李中斌

企业经济
学术

论文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

碳福利绩效

2023 年

10 月
10

王灿雄;

李中斌

内蒙古财经大

学学报

学术

论文

创业心理资本的内涵、维度

及其测量

2023 年

5 月
5

黄美娇;

李中斌

新教师
教改

论文

如何了解和教育无尾熊型

的孩子

2023 年

2 月
2 李中斌

新教师
教改

论文

如何了解和教育猫型的孩

子

2023 年

6 月
6 李中斌

新教师
教改

论文

如何了解和教育孔雀型的

孩子

2023 年

10 月
10 李中斌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SCI 一区,

TOP, FMS 管理科

学高质量期刊 B

级)

学术

论文

The Shapley value based

on hesitant fuzzy

linguistic

comprehensive entrop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noncooperative-cooperat

ive biform game.

2023 年

5 月
230 期/权威

Jie

Yang,

Zhikun

Cai,

Qingxia

Fu,

Zeshui

Xu.

中国农业教育
教改

论文

基于 CIPP 模型的涉农型研

究生导学共同体建设评估

研究

2023 年

1 月
24(1)

杨洁，赖

佳琪，张

欣

科教文汇
教改

论文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开发的

核心要素

2023 年

6 月

2023（12）：

134-137

邓燕雯

陈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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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s one
学术

论文

More friends on SNS, more

materialism?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2023 年

5 月

18 卷/5 期/

权威

Chenhan

Ruan,

Zhihuang

Lu,

Huizhong

Sustainabilit

y

学术

论文

Personal vs. collective

nostalgia and different

temporally orientated

green consumption

2023 年

7 月
15 卷/权威

Han

Zhang,

Chenhan

Ruan, Lei

Huang,

Luluo

Peng,

Chuangxi

n Guo

Heliyon
学术

论文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formation tool design

in trust crisis -

Analysis based on

consumer trust

perspective

2023 年

9 月

e15866/权

威

Meiying

Chen

,

Shouxian

Huang

, Guoxing

Huang

,

Qingqing

Dang

, Kai Li

福建日报理论

版

理论

版文

章

打造水稻制种强省 夯实粮

食发展根基

2023 年

11 月

陈梅英

雷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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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

社会科学版）

CSSCI

学术

论文

数智时代平台型企业服务

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演化机

理研究——以字节跳动为

例

2023 年

8 月
8期/CSSCI

坚瑞、廖

林娟、谢

晓佳

科学决策

CSSCI

学术

论文

员工组织地位感知对团队

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建言行为与组织公正感

的作用

2023 年

6 月
6期/CSSCI

坚瑞、陈

燕敏

财会月刊
学术

论文

前瞻性环境信息披露与审

计费用

2023 年

12 月

44

(24)/CSSCI

何春燕,

郑义（通

讯作者）

技术经济
学术

论文

电子商务如何影响小微企

业创新——基于中国小微

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2023 年

2 月

42

(02)/CSSCI

黄晓露,

关靖莹,

郑义（通

讯作者）

河北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学术

论文

农业综合开发利用技术推

广的生成逻辑与关键机制

——基于“菌草技术推广”

的扎根理论分析

2023 年

5 月
25 (03)

谢晓佳,

林欣怡,

郑义（通

讯作者）

中国林业经济
学术

论文

购物渠道对消费者木质家

具质量感知的影响

2023 年

2 月
第 2 期

黄晓露,

关靖莹,

郑义（通

讯作者）

南方论刊（茂名

市社会科学联

合会主办

教改

论文

商科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的多元模式研究——基于

课程思政视角

2023 年

5 月

CN44-1296/

C
许驰

辽宁经济
学术

论文

乡村振兴财政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比较研究——基于

Y 县的调查分析

2023 年

2 月

张翠芸，

余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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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研究
学术

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

力回流影响因素研

究——以武夷山市大安村

为例

2023.1

2
12 期

赖宇芳、

王瑜娇、

刘欣怡

西部素质教育
教改

论文

农林类地方应用型本科院

校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研究

2023 年

11 月
9 卷/22 期 邱晓兰

林业经济问题
学术

论文

标准规制对中国木质林产

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2023 年

1 月
43/01/北核

郑雅静，

施正煌，

林伟明，

金巧玲，

戴永务

北京林业大学

(社会科学版)

学术

论文

“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研究

2023 年

6 月
22/02/北核

陈建铃，

林伟明，

戴永务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学术

论文

Explaining the stability

of 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the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value and trust

2023 年

1 月
13 卷/权威

Zhao

Rongrong

, Wang

Qiao,

Tian

Yuan,

Chen

Qiuhua(

通讯作

者).

西南大学学报
学术

论文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民收

入与地方产业发展

2023 年

6 月

45 卷/6 期

/CSSCI

洪娴娜、

陈秋华

（通讯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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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
学术

论文

台湾地区与“印太经济框

架”成员国贸易效率和贸易

潜力研究

2023 年

10 月

第 5 期

/CSSCI

李加林、

江慧、陈

秋华（通

讯作者）

生态经济
学术

论文

全域生态旅游背景下资源

一社会经济一环境复合系

统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素

分析

2023 年

10 月

39 卷/10 期

/CSSCI

郑秋琴、

王超、修

新田、陈

秋华（通

讯作者）

中国林业经济
学术

论文

纳入农业非期望产出的农

业生产率研究热点及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

视化图谱分析

2023 年

9 月

总第 182 期

/2023 年第 5

期

郑淑贞、

陈秋华

（通讯作

者）

中国林业经济
学术

论文

福建省森林村庄空间分布

特征及影响因素

2023 年

9 月

总第 182 期

/2023 年第 5

期

王楠、陈

秋华（通

讯作者）、

张艺钊、

王巧

农林经济管理

学报

学术

论文

农村劳动力要素配置、农业

农村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发

展

2023 年

4 月

2023(2)：

203-212./

北核

赖启福，

李虎峰，

李春硕，

冯鑫

福建农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学术

论文

“两山转化”视角下乡村精

英助推乡村振兴研究

2023 年

07 月

2023，

26(4):13－

21

赖启福，

药露娇，

张慧琳，

魏梅仙

西南林业大学

学报(社科版)

学术

论文

生态补偿视角下的林农与

政府演化博弈研究

2023 年

08 月

2023（4）：

87-95./北

核

陈舒莹，

李虎峰，

赖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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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

者），兰玉

凤

北京林业大学

学报(社科版)

学术

论文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时空

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2023 年

09 月

2023（3）：

84-95./北

核

张慧琳，

赖启福

（通讯作

者），李春

硕

河南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

版)

学术

论文

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旅游竞

争力评价研究——基于全

局主成分分析法

2023.0

2

2023（1）：

55-65

李虎峰，

赖启福

（通讯作

者），苏慧

娟，黄杰

龙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学术

论文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agri-food supply chains:

A hierarchy of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2023 年

3 月
28(3)/权威

Zhong

Jianlan,

Cheng

Han, Jia

Fu, Chen

Xiaowei

Information

Process &

Management

学术

论文

XGBoost with Q-learning

for complex data

processing in business

logistics management

2023 年

5 月
60(5)/权威

Zhong

Jianlan,

Hu

Xuelong,

et al.

Management

Decision

学术

论文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a novel

integrated

decision-making model

2023 年

10 月

61(10)/权

威

Zhong

Jianlan,

Cheng,

H.,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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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学术

论文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 and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A fit

approach

2023 年

10 月

26(10)/权

威

Zhong

Jianlan,

Jia Fu,

Chen

Xiaowei,

et al.

资源开发与市

场

学术

论文

基于知识图谱的旅游危机

研究可视化分析

2023 年

6 月

39(6)/CSSC

I

仲建兰，

袁晓灵

云南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

学）

学术

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福建省三

产融合的突破路径

2023 年

10 月

2023，17

（05）

何蕊，黄

秀娟，林

露森

智能城市
学术

论文

基于游客体验的文化遗产

活化利用与技术创新

2023 年

07 月
7

陈乐平，

孙佳林，

雷思丹，

陈小琴

（通信作

者

中国林业经济
学术

论文

林业碳汇产权质押：融资模

式、法律障碍与解决路径

2023 年

12 月
6

陈蔚岚，

陈小琴

（通信作

者

“三库+碳库”

与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理论

研讨会论文集

学术

论文

“森林是钱库”的经济价值

研究-兼论周宁县的践行与

创新

2023 年 卷/期 陈贵松

四川旅游学院

学报

学术

论文

基于价值共创的武夷山国

家公园游客体验提升路径

研究

2023 6

杨荣倩、

黄杰龙、

陈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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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sychology

学术

论文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ntion to revisit

forest tourism based on

PMT-TPB

2023 年

10 月
10/权威

林榅荷、

林巧华、

汤德聪

Int. J.

Environ.

Res.Public

Health

学术

论文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ability

Audits in China

2023 年

1 月
20/权威

严颖峥、

程秋旺、

黄梦岚、

林巧华、

林榅荷

（通讯）

艺苑
学术

论文

如何构建电影版权期待权

证券化的融资保障体系

2023 年

10 月
5

黄亮、陈

东

数字化用户
教改

论文

基于任务驱动法的线上线

下混合式课程改革和实践

研究

2023 年

12 月
2023（42） 方碧姗

林业经济问题
学术

论文

林业碳汇的价值实现模式

研究

2023 年

1 月

2023年01期

/北核

董丙瑞、

黄振镛、

吴彬红、

谢帮生、

刘梅娟、

刘祖军

农林经济管理

学报

学术

论文

农村产业融合的农业碳减

排效应研究

2023 年

12 月

2023年06期

/CSSCI

谢帮生、

陈鎏鹏、

董丙瑞、

吴恒伟

财会月刊
学术

论文

ESG 评级软监管下的企业

盈余质量—基于信息效应

2023 年

12 月
北核

谢帮生、

谢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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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理效应的实证检验 钟祺琦

福建农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学术

论文

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国

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为例

2023 年

9 月
2023年05期

谢帮生、

张凡、游

晓东、李

梅红、汪

金祥

宁德师范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学术

论文

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履行对

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2023 年

3 月
2023年01期

沈俞含、

李飞云、

谢帮生、

魏远竹

中国林业经济
学术

论文

社会责任履行能缓解破产

风险吗？--基于精准扶贫

的视角

2023 年

12
2023年06期

李梅红、

谢帮生、

董丙瑞

会计之友
学术

论文

新三板创新层企业股权融

资效率研究——基于定向

增发的数据

2023 年

1 月
2023（1）

汤新华、

汤伊铃

财会月刊
学术

论文

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

的治理效应——基于审计

收费视角

2023 年

6 月

第 11 期

/CSSCI
李秀珠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学术

论文

Enhanc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sponsibilities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errors in China

2023 年

10 月

2023（89）/

权威

Wenjun

Liu,

Guoyu

Lin, Qian

He

投资研究
学术

论文

区域创新创业环境对企业

金融化的影响：抑制还是促

进？

2023 年

6 月
35 卷/6 期

陈蕙，刘

文军（通

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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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理论

版）

学术

论文

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

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

2023 年

2 月
CN11-0026 张瑞琛

人民日报（理论

版）

学术

论文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着

力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2023 年

4 月
CN11-0065 张瑞琛

经济日报（理论

版）

学术

论文

如何认识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的重要性

2023 年

4 月
CN11-0014 张瑞琛

林业经济
学术

论文

领导干部价值量型森林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

基于福建省 M 市的实践

2023 年

12 月

58 卷/期/北

核

张瑞琛、

杨景涵、

林云舟、

王海艳、

林镇江

财务研究
学术

论文

网络平台互动能提升企业

ESG 表现吗？

2023 年

5 月

51 卷/期/北

核

张瑞琛、

温磊、赵

玮豪

贵州商学院学

报

学术

论文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ESG 表

现的影响研究——基于绿

色技术创新中介效应

2023 年

06 月
2

张瑞琛、

陈芯宜

福建开放大学

学报

学术

论文

“类借壳”上市运作模式及

影响研究——基于亚锦科

技类借壳安德利的案例

2023 4

陈秀秀、

汪洋、张

艳萍、刘

于心

福建农林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学术

论文

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国

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为例

2023 年

9 月
第五期

谢帮生，

张凡，游

晓东，李

梅红，汪

金祥

Journal of Tax

Reform

学术

论文

Tax-Cut Policies,

Accounting

2023 年

09 月

Vol. 9, no.

2/权威

Feilei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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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sm,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

Stickiness: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a

Luhua Xie

（通讯作

者）,

Yexiang

Ruan

世界林业研究
学术

论文

日本森林保险市场化经营

经验及启示

2023 年

5 月

2023 年第 3

期/北核

刘丰波、

刘倩霓、

俞晗、文

彩云、戴

永务

产业组织评论
学术

论文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

投入同行效应的影响研究

2022 年

9 月

2022 年第 3

辑/CSSCI

刘倩霓、

刘丰波

（4）出版专著

2023 年出版专著 4 部，见表 6。

表 6 2023 年出版专著情况

姓名 专著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时间 字数

何忠 中国税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3.8 50 万

张瑞琛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的实现机制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3.02 20 万

林榅荷 农商互联前沿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3.9 24.2 万

王海燕
农民农资网购行为解读：理论

构建与实证研究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23.5 18.6 万

（5）教学案例入库

2023 年，MBA 中心师生撰写教学案例入库 47 篇，其中

全国百优案例 3 篇，百优案例获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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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 年入库教学案例

姓名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

心案例库/中国管理案例共

享中心/专业学位全国教育

指导委员会案例库/全国教

指委优秀案例

案例题目
入库/获

奖时间
作者排名

陈秀

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获

评第十四届“全国百篇优秀

管理案例”）

凤衔青榄归，筑巢兴桑梓：

“一榄情深”乡村创业纾困

记

2023 年 9

月
第一

林榅

荷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获

评第十四届“全国百篇优秀

管理案例”）

“灵活用工、降本增效”

-----天虹人力资源数字化

转型之路

2023 年 第一

余忠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获

评第十四届“全国百篇优秀

管理案例”）

香自苦寒来——福建香满

园沉香产业的商业模式演

化之路（并获百优案例奖）

2023 年 9

月
第一

谢帮

生

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

例库

十年磨一剑：看招商银行如

何成为零售之王？

2023 年 6

月
第一

石德

金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商业生态系统新模式—

—“淘宝村”的产业振兴之

途》

2023 年 2

月
第一

李秀

珠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转危为安还是扬汤止沸？

——银邦股份转让飞而康

股权

2023 年 1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钻石梦碎：豫金刚石深陷掏

空泥潭

2023 年 1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三次 IPO 折戟——天士力

生物的漫漫上市之路

2023 年 7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勇立潮头御风行——三七 2023 年 5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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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娱的多元化之路 月

徐秀

红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未雨绸缪，步步为营——瓮

福集团借壳之路

2023年 10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云南白药

路在何方？

2023 年 7

月
第一

何忠

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

员会案例库

农业红利持续释放，杨柳村

借势腾飞

2023 年 6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纾困解难，助力乡村振兴

——FC 公司的经营转型之

旅》（编号：FAM-1092）

2023 年 1

月
第一

黄怡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宝沃“复兴”踩雷：福田汽

车多元化折戟

2023 年 1

月 3 日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御享美味，冠珍品之名——

国货品牌赋能之道

2023年 12

月 8 日
第一

刘文

军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Tims 中国：“小红杯”的超

车之路

2023 年 8

月
第一

陈秀

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业绩不够，卖鹅来凑？—退

市新规下大连圣亚的保壳

大战

2023 年 1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寻找价值的“新奶酪”——

蒙牛牵手妙可蓝多

2023 年 9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乘势而上开新局：信息化助

力 C 中心内控管理之路

2023 年 9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变名易姓”何以苦短甜

长？青榄食品的品牌升级

之路

2023年 11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乘风转舵：数字化赋能正达

精益公估

完成排版

校对
第一

游晓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拼多多的扶贫之路：社会责 第一

http://www.cmcc-dlut.cn/Cases/Detail/6950
http://www.cmcc-dlut.cn/Cases/Detail/6950
http://www.cmcc-dlut.cn/Cases/Detail/7869
http://www.cmcc-dlut.cn/Cases/Detail/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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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任与商业模式的融合

汪金

祥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大树底下秋意凉——三棵

树的应收账款之困

2023 年 1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危中寻机：新零售背景下永

辉超市盈利模式的困境与

出路

2023 年 1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优客工场“绕道”SPAC 终成

“联合办公第一股”

2023 年 7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弃车保帅：腾讯持续发放

“证券股利”

2023 年 9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拭目以待：紫金矿业联姻龙

净环保能否成功实现绿色

节能

2023 年 9

月
第一

刘丰

波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聚势前行，如日方升：东方

日升的纵向一体化之路

2023 年 7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澳百亿扩产： “纵向一体

化”下的高速狂飙

2023 年 9

月
第一

赖启

福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

例库

“俞公”还能“移山”吗? —

—“双减”新政下新东方的

转型艰途

2023.02 第一

屈峰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双减政策下新东方的绝地

求生
2023.02 第一

林榅

荷

2023 年中国管理案例共享

中心入库案例

《解码福建土楼“绳武楼”

的品牌发展之道》
2023 年 第一

许驰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麦

拓猎头目标市场选择的探

索之旅

2023 年 6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从贴牌代工到自创品牌— 2023 年 6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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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中式爆米花的

创业探索之旅

月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志存“糕”远：好利来的品

牌创新探索之旅

2023 年 6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口袋精酿的乡村创业探索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商

业模式创新之路

2023 年 1

月
第一

杨洁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武夷山水”区域品牌的政企

共建成长记（编号：

MKT-1156）

2023.7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武夷山水”公用品牌区域

联动的 1+N 运营模式（编

号：MKT-1157）

2023.7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环环相扣：绿帝“干货帝国”

全产业链的诞生

（STR-1761）

2023.2 第一

阮晨

晗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解码福建土楼“绳武楼”的

品牌 发展之道

2023 年 3

月
5

余忠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顺势拓产：福建香满园沉香

产业的绿色创业之路

2023 年 4

月
第一

陈梅

英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数字赋能：清语橙的农业现

代

化之旅

2023 年 9

月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品品香茶业：企业家精神护

航

一片叶子的致富路

2023年 11

月
第一

坚瑞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聚沙成塔，持之以恒：聚恒

集团数字转型与赋能的涅

槃之路

2023 年 1

月 3 号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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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决策采纳

2023 年，MBA 中心专任教师撰写多篇决策咨询被不同部

门采纳，其中省部级采纳 15 篇，获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 5

篇。

表 8 2023 年决策咨询被采纳

姓名

副省级

（副部

级）/省

部级/国

家级

成果名称

领导批示/部

门批复/内部

刊物

署名单位
排

名

采纳时

间

排

名

石德

金
厅级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发展专项资金事前

绩效评估报告》、《福建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专项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

部门批复

福建省文

化和旅游

厅

1
2023 年

9 月
1

陈秀

秀

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文物和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专项资金可行性研

究报告

意见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1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一株小草的大情怀：中福菌

草家园的成型之路

2023年 11

月 2 号
第一

杨文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待时而动：白象如何象机行

事

2023 年 1

月 16 日
第一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一碗情深：看喜浪农业对一

粒米的追求

2023 年 9

月 11 日
第一

赖宇

芳
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

将心比“薪”，蓄能“励”

行——GS 公司如何破局外

派人员的激励管理困境

2023年 11

月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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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文物和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专项资金评估报告
意见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1

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发展专项资金可行性

研究报告

意见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2

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发展专项资金事前绩

效评估报告

意见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2

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
意见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3

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意见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3

福建信

息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展、问

题及对策建议
内部刊物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7 月
1

屈峰 省部级

加快推进碳市场体系建设，

有效提升碳市场全球话语

权的建议

领导批示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12 1

李中

斌
省部级

关于完善我省农业产业化

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持体系

的建议

领导批示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2 月
1

坚瑞 省部级
推动我省海洋碳汇高质量

发展的几点思考

福建省委政策

研究室《调研

文稿》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1

余忠

福建省

文化和

旅游厅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

《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专

成果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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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福建省文旅融合发展专

项资金部门评价报告》

郑义 省部级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政府数

据开放工作 助力数字福建

建设的建议

省社科规划办

《成果要报》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8 月
1

郑义 省部级
我省外贸企业开拓新兴市

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

专报》采纳，

并获省领导肯

定性批示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11 月
1

郑义 省部级
近期猪肉价格大幅下跌的

原因及建议

《政讯专报》

（第 146 期）

采用并获省领

导肯定性批示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12 月
1

郑义 省部级 2022 年闽台贸易运行分析 商务厅采纳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4 月
1

郑义 省部级
我省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

问题及建议

《福建信息》

单条刊用于

2023 年第 5期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2 月
1

郑义 省部级
关于当前稳外资工作面临

的隐忧及建议

《福建信息》

单条刊用于

2023 年第 7期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2 月
1

郑义 省部级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面临的

问题及建议

《福建信息》

综合刊用于

2023年第12期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4 月
1

郑义 省部级

关于打消高校毕业生“应

届”疑虑，促进稳就业的建

议

民进福建省委

采用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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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 省部级

关于加快推动福州市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更好融入国

内国际“双循环”的对策研

究

民进福州市委

采用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7 月
1

许驰 副省级
兄弟省市加快卓越工程师

培养和集聚的做法
领导批示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8 月 4

日、8 月

9 日

1

林伟

明
省部级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与政策建议
福建信息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6月 8日
1

曹辉 国家级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展、问

题与建议
国务院办公厅

福建农林

大学
1

2023 年

6 月
1

（7）科研成果奖

2023 年，MBA 中心专任教师参与的科研项目获得市级以

上科研成果奖 7 项。其中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 1 项，省部级

科研成果奖励 6 项。

表 9 2023 年科研成果奖获奖情况

姓名

国家级/省

部级/市级

以上

奖项名称 成果名称
排

名

获奖时

间

邱晓兰 国家级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

多维视角下中国木材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

4
2023 年

4 月

林伟明 国家级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

多维视角下中国木材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
2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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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研究

陈秋华 省部级
2022年福建省商业管理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农业产业链稳定合作

的收益分配研究
3

2023 年

3 月

屈峰 省部级
福建省第十五届社科优

秀成果奖三等奖

推进福建乡村文化振

兴的报告
2

2023 年

12 月

杨洁 省部级
福建省第十五届社科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供应链限制结盟收益

分配合作博弈研究
1

2023 年

12 月

戴永务 省部级
福建省第十五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数字经济赋能我省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1

2023 年

12 月

戴永务 省部级
福建省第十五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探索完善森林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政

策建议

2
2023 年

12 月

郑义 省部级
福建省第十五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数字经济赋能我省高

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2

2023 年

12 月

郑义 市级以上
福州市第十一届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农村人居环境如何促

进乡村旅游发展——

基于全国农业普查的

村域数据

1
2023 年

3 月

4.教学科研支撑

（1）具备特色的实践教学基地

根据 MBA 培养定位，合理利用 59 个有特色的实践教学

基地（其中 24 个为院级实践教学示范基地），从中筛选 10

个有特色的教学实践基地（见表 10），作为 MBA 实践教学的

长期合作单位。每个实践教学基地均签订教学实践基地合作

协议，聘请校外基地负责人，编印了教学实践基地简介，明

确教学实践基地教学目的、适用课程及实践内容。

表 10 10 个有特色的实践教学基地

序

号

基地名称 所属行业 基地负责人 备注

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畜牧业 刘森茂 涉农产业

2
福建省神蜂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制造业 陈贵松 涉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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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建省泉州喜多多食品有限

公司

制造业 石德金 涉农产业

4 福州永泰千江月休闲农场 商务服务业 陈贵松 台商企业、涉农

5
福州乐如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商务服务业 余 忠 MBA 学员创业企业

6 安溪铁观音集团 制造业 谢向英 涉农产业

7
中财投资集团（厦门）有限

公司

商务服务业 许安心 涉农产业

8 建州控投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性 胡 涛 涉农产业

9
福建省企业管理咨询协会 社会团体 杨 文 MBA中心是协会的理事单

位

10 厦门同博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商务服务业 李中斌 咨询服务业

（2）加大教学设施投入

学校对 MBA 项目高度重视，近年来对 MBA 项目建设进行

了较大投入，提供了学校最好的教学用房，使 MBA 项目的教

学设施得到了根本性改善。MBA 中心拥有良好的教学设施，

包括 1 间综合办公室；3 间马蹄型教室，座位分别为 80 个、

60 个和 40 个；2 间标准教室，座位分别为 80 个与 60 个；8

间案例讨论室, 配备便携式电脑和投影仪；3 间 MBA 专用计

算机室，配有 180 台电脑；1 间 MBA 资料室，现藏书 30000

多册和 80 多种中外文期刊；1 间 320 平方米的学术报告厅，

座位 200 个，配备有多媒体投影和音响设备；2 间 MBA 休息

讨论室。MBA 教学区的所有电脑可以通过 Wi-Fi 实现无线上

网，还可以通过局域网联网进入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学校图

书馆配备了中国期刊数据库、万方学术数据库、硕博士论文

数据库等多种在线数据库，实现学生查阅资料和上网浏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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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

（3）实行多媒体及实验教学

我校 MBA 全部课程均使用多媒体教学,有较完整的多媒

体教学课件，学生反映教学效果良好。会计学、管理信息系

统、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管理等课程采用了沙盘模拟、计算

机决策模拟等必要的实验或模拟教学方法。目前可供 MBA 学

生使用的实验室有 MBA 专用机房、管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农

林经济管理系统模拟实验室、旅游管理实验室、HR 实验室，

具有 ERP、人力资源管理与测评、企业竞争模拟、财务管理

软件等软件，提供企业经营模拟、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模拟实习和实验。

（4）由 MBA 案例管理中心牵头，组织各类商业模式大

赛及案例大赛

借助 MBA 案例管理中心的力量，组织中心专任教师动员

学生参加各类商业模式大赛及案例大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

5.奖助体系

目前针对非全日制的研究生，学校及学院没有专门设置

相应的奖助制度。但继 MBA 联合大会成立（拟于 2024 年 2

月成立）之后，联合会将发挥会员的力量，针对 MBA 学生参

与创新创业项目、各类商业大赛及案例大赛等给予一定的资

金奖励或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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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在招生选拔过程中，严守招生纪律。首先，制定《福建

农林大学 MBA招生简章》和《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复试办法》等文件，从制度上保证招生录取工作有序开展。

其次，建立 MBA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业化的专家队伍，

选择优质生源（详见表 11）。按规定准确、规范、充分、及

时公开复试实施细则、复试名单、录取名单等招生录取信息，

并按照“谁公开、谁把关”，“谁公开、谁解释”的原则，做

好对所公开信息的把关和解释工作。最后，落实责任制度和

责任追究制度，切实维护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对徇私

舞弊的工作人员要追究责任。复试基本分数线按照教育部公

布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分数线划定，复试录取工作秉持

“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原

则，注重招收品德修养高、社会责任意识强，具备管理潜力

和创新创业能力，认同我校 MBA 项目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的

生源。复试需考核外语听说能力、思想政治理论两项专业素

质和能力；还需对考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鉴定、人

事档案的审查，以及逻辑思维、决策判断能力；事业心、责

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状况；人文素

养，语言表达能力；举止、表达和礼仪，具备管理潜力和创

新创业能力等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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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MBA 招生计划、报名、复试、录取人数一览表

年 份 招生计划人数 报名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2017 26 181 26 26

2018 18 138 18 18

2019 16 153 16 16

2020 31 181 32 31

2021 26 173 26 24

2022 57 169 57 54

2023 100 281 100 95

2.思政教育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情况

MBA 教育培养的是一批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有着很高示

范性、很大影响力的群体，这使得 MBA 教育工作在立德上的

成效如何，对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我校 MBA 中

心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

核心问题，致力于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品行端正，诚实守

信，身心健康的工商管理人才。

在招生环节，针对德育、品格等方面进行有效评价。在

招生复试环节，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考核，要求政治笔

试必须合格；还对考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鉴定。

在培养环节，切实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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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54 学时、3 学分的学位课《政治理论课》和 32 学时、2

学分的必修课《企业伦理》，均要求成绩达到 70 分为合格；

要求所有专业课必须设立社会责任模块，强化学生社会责任

和商业伦理教育；出台或修订《福建农林大学教师职业行为

负面清单及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

导师选聘工作办法》等文件，将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导师的考核体系，充分发挥

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在毕业环节，要求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通过是否存在

学术不端问题审查并出具书面结论，论文的总文字复制比必

须低于 20%。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福建省学位委员会组织

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从未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2）课程思政

2021-2023 年，MBA 所开设的课程中已有 3 门获批校级

研究生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另有 4 门相关课程获批校

级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

表 12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列表

序号 级别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课程负责人 立项时间

1 校级研究生教育

审计理论与实

务

专业课 李秀珠 2021

2 校级研究生教育 管理经济学 院公共课 杨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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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级（本科） 组织行为学 专业课 坚瑞 2021

4 校级（本科） 管理信息系统 专业课 陈秀秀 2021

5 校级研究生教育

商业伦理与会

计职业道德

专业课 阙春萍 2022

6 校级（本科）

人员招聘（课程

实践）

专业课 张紫琴 2023

7 校级（本科） 绩效管理 专业课 许驰 2023

（3）研究生党建工作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科协 教育部关于开展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的通知》（科协发组字[2011]38 号）、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令第 40号)和《福建农林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试

行)》（闽农林大科[2017]6 号）等文件精神，优化本学位点

研究生学术诚信环境，增强研究生的科学道德精神和学风自

律意识，培育优良学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研究生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成果，MBA 教育中心精心谋划，认

真制定宣讲教育工作方案，确保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

育工作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

召开 2023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大会暨科学道德与学风建

设教育大会，为新生上好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的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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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生阶段学习指明了方向；将学术道德规

范教育作为专业第一讲，组织研究生导师以专业为单位，开

展学术道德规范专题培训，引导学生明确本学科的学术要求

和规范，掌握学术研究工作规范，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抓好新生报到的有利时机；以年级为单位，辅导员结合年级

班会组织研究生召开学术道德规范主题班会，引导同学们自

觉把学术诚信作为学术创新的基石，坚守学术诚信底线，维

护学术尊严。

3.课程教学

（1）完善工商管理硕士培养方案

我校高度重视培养方案的制定，根据全国工商管理硕士

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培养管理

的相关规定和学校研究生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我校 MBA 培

养目标，制定了《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

生培养方案》。每年根据新的形势与要求修订培养方案，确

保 MBA 教育工作与时俱进、高效运行。在校 MBA 教育指导委

员会的指导下，围绕 MBA 培养方案，我校制定了完整的课程

计划、教学日历、课程教学大纲（含课程简介与目标、教学

方法、教材和主要参考资料、教学安排、考核方式等）、教

学 PPT、教学案例资料和相应的管理制度文件等（详见 13）。

表 13 福建农林大学 MBA 主要的管理制度

培养过程 主要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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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复试办法》（修订）

学生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学生管理规定》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行为规范》

《福建农林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规定（试行）》

师资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导师选聘工作办法》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任课教师管理暂行办法》

《福建农林大学专业学位校外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办法（试行）》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课堂教学组织程序》（试行）

教学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课堂教学组织程序》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参加“第二课堂”活动的有关规

定》（修订）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教学管理制度》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考试工作的实施细则》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考试规则》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考勤制度》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核心课程课程组建设与运行方案》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及管理暂行办法》

论文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统一要求》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办法》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福建农林大学关于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程序的通知》

学位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2）加强 MBA 核心课程组建设，激励教师投入 MBA 教

学

我校 MBA中心建立审核小组对核心课程建设成果按要求

进行审核、验收及意见反馈，以此推动 MBA 核心课程的精品

建设，详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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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MBA 核心课程建设内容要求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说明

课程大纲
参照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大纲，由课程组教师根据授课内容调整大纲，然后依据大纲

来改进授课内容体系。

课程建设

提交 3000 字以上建设方案。方案包括以下内容：（1）授课目的：本课程应该提高学生哪些

方面的能力；（2）教材选取及理由分析；（3）兄弟院校本课程讲授的经验简介；（4）教学

内容与教学板块的设计（要求有去企业参观或请企业人士来课堂参与讨论模块）；（5）课堂

教学过程组织（含讨论安排、哪些内容可以用到计算机实验室、沙盘演练或企业参访、哪

些章节可以请学员讲）；（6）本课程教学方法、手段和技巧介绍；（7）可以外请的专家及讲

座内容，可以深入调研或合作的企业，推荐可以建立实践基地的名单；（8）课程组教师的

分工、自我介绍修改完善。

课件制作 按照新大纲修改课程所用的多媒体课件。

案例汇编
将本课程使用案例和借鉴案例汇编成册（每门课不少于十个），应有封面、目录、案例正文

（有摘要和关键词）、案例使用说明。

题库建设 各章节思考题、作业题题库。

资讯建议 建议学员补充阅读的期刊、杂志、专著以及相关的网站。

2023 年，MBA 中心专任教师参与或者主持各级课程建设

6 项，其中省级课程建设 4 项（详见表 15），校级 2 项。

表 15 省级一流课程立项

姓名 级别 课程名称 立项时间

汤新华 省级 基础会计（线上线下混合式，排名第 2） 2023 年 11 月

陈秀秀 省级 森林旅游与森林公园（参与，排名第 5） 2023 年 10 月

雷喜斌 省级 大学生红色文化素养与应用 2023 年 11 月

许小晶 省级 培训管理（排名第 1） 2023 年 11 月

（3）建立规范的教学档案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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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MBA 中心设有专门的 MBA 档案室，建立了一套规范

的教学档案管理制度，并安排专人负责。教学档案包含教师

的教学资料（含开课任务书、授课进度计划表、教学大纲、

教学 PPT、教学案例资料等）、学生考勤记录、学生平时作业

（案例分析报告、小论文等形式）、课程考试资料（期末考

试试卷或课程论文、成绩登记表、成绩登记表附表）、课程

总结表、课程教学情况自查表、教学质量评价表以及学位论

文答辩材料决议等。教师须在课程结束后一月内完整提交所

有的课程教学档案，进行存档备案。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予以退还整改，并通过暂停发放课酬等办法，确保提交

材料的质量和及时性。

（4）丰富教学形式，提升教学质量

一是强化基础理论和技能的提升，开设了 12 门学位课

（含公共课+专业课）。培养方式追求教学互动、学以致用，

课堂讲授理论联系实际，突出以市场为导向，着重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强化案例教学，突出

以涉农产业案例为主体的案例教学，大量使用体验式教学、

情景分析等教学方法。三是强化管理实战技能锻炼，突出涉

农、涉台教学实践。MBA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完成第二课堂（拓

展训练、整合实践项目、创业计划比赛、案例研发和竞赛）

必修环节。四是强化外语能力的提升，开设了 60 学时、4 学

分的《商务英语》课程，《战略管理》、《企业伦理》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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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行双语教学。五是强化管理素质拓展，通过企业家论

坛和学术讲座等形式，吸收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建立新理

念和新思维，培养健康向上的商业伦理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这些讲座和专题报告对拓展学生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综合能

力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5）教材建设

2023 年，严志业老师主编的《管理信息系统（第三版）》

入选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教材。

4.导师指导

我校 MBA 教育中心重视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教

书育人能力，严格按照《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

与管理办法》与《福建农林大学专业学位校外研究生指导教

师聘任办法》，规范导师招生、培养、聘任等工作。

（1）试行导师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制和导师任期制

按照基本指标和调剂指标相结合分配研究生导师招生

指标，并根据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招生计划以

及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审核年度拟招生导师的综合

条件，合格者获得年度招生资格。坚持招生资格与导师的科

研经费、培养能力、依托条件、学术影响力等综合培养条件

适当挂钩的方针，实施不承担科研任务的导师一般不安排年

度招生计划的政策。试行以五年为基本周期的导师聘任制。

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实行滚动管理，导师任期期满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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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续聘或解聘。

连续三年未承担研究生第一导师培养任务或任期评估未通

过的导师，停聘或不再续聘。

（2）严格教师队伍管理

通过建立学生督导制度、教学督导组制度、教师互评与

自评制度，进行教学质量监控、反馈与评估。对于出现下列

情况的工商管理硕士教师则予以解聘：第一，在 MBA 教学过

程中，出现重大教学事故者；第二，长期以来无法提高授课

效果者；第三，不能认真对待并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者；第四，

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者。如果遭到 2 次解聘，将不能再

参加工商管理硕士(MBA)教师的遴选。

5.实践教学

（1）实行案例教学

我校 MBA 教学强调案例教学，特别是核心课程要突出案

例教学，要求每门核心课不少于四分之一的学时用于案例教

学，而且每门核心课程使用的案例都要求至少有一个是基于

实地调研的自编案例。MBA 中心还加强案例教学的过程管理：

一是课前要求老师要提前发放案例，学生提前熟悉案例内容

并查阅相关资料等准备工作；二是课中要求老师要充分利用

案例讨论室，认真组织案例讨论和点评；三是课后要求学生

要认真总结案例讨论成果，对综合性案例，要求写出书面分

析报告。2023 年，我校 MBA 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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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详见上表 7。

（2）实践训练

第二课堂：所有 MBA 学生必须参加能力拓展训练，以加

强学生团队精神建设，提高学生的协作、合作能力。我校 MBA

拓展训练一般与新生入学教育结合开展。组织学生参加企业

考察调研活动、创业计划比赛、管理案例大赛等活动以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有特色的项目，MBA

老师组织学生参与案例编写。

教学实践：安排了整合实践项目、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

拟实训等实践课程，此外，《市场营销》《运营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课程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在任课

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实践基地认真实践，开展相关实务训

练，参与解决实际管理问题。

专业实践：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是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加强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实现应用性专门人才培养目标，而

设置的一个重要环节。安排学生在所有理论课程结束后进行，

要求学生结合自己工作实践，认真分析问题，运用所学管理

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按学校全日制专业硕士的要求，

提交专业实践登记表和专业实践报告。

（3）素质教育

学生综合素质教育贯穿于 MBA 教育的各个环节,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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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体内容和要求。一是狠抓入学教育，通过拓展训练、主

题班会等形式加强班级团队建设与培养社会责任感；二是以

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开设《企业伦理》等课程，让 MBA 学生

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与商业伦理道德

意识，其中《战略管理》《企业伦理》等部分课程实施双语

教学；三是以提升实战技能为重点，要求每门核心课程至少

有 4 学时的企业调研或聘请企业家（实践专家）进行现场讲

座，全面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四

是以学术活动为载体，通过创业计划大赛、管理案例比赛以

及闽商领袖大讲坛、研究生创意论坛等活动，提高学生的领

导能力、沟通能力及创新能力；五是“走出去、请进来”，

我校与美国奥本大学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培养、互换学生与教

师，同时聘请外教（包括台湾教师）为学生授课或作讲座，

不断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4）注重产教协同，培养实用人才

我校 MBA专业学位点注重促进人才培养供给和产业需求

的全方位融合，2023 年学位点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中涌

现出许多成果，其中被教育部高教司批准立项 4 项。

表 16 2023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姓名 级别 类型 名称 项目来源

主

持

人

立项时

间

经费

（万）

李中斌 省部级
教改

项目

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第

一

2023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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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 省部级
教改

项目

基于学科竞赛

的文创类课程

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培训

2022 年第二批

教育部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

目

第

一

2023 年

2月
2

陈秀秀 省部级
教改

项目

OBE视域下农林

高校财会专业

课程体系数智

化重构与实践

教育部产学研

合作项目

第

一

2023 年

2月
5

许驰 省部级
教改

项目

基于混合交互

式教学模式的

经济管理类教

师师资培训

教育部产学研

合作项目

第

一

2023 年

5月
2

6.学术交流

2023 年，MBA 中心师生积极参加境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

宣读会议论文，共计 22 篇。

表 17 2023 年参加境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清单

姓名 会议名称
主办/承办单

位
入选论文题目

作者排名

（第一作

者/通讯

作者）

李中

斌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教学与实践分会 2023 年

年会

中国人力资源

开发研究会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

战化教学模式探析
1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人才测评分会 2023 年年

会

中国人力资源

开发研究会

数智化人才盘点模式

探析
1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适度劳动与职业健康分会

2023 年年会

中国人力资源

开发研究会

以适度劳动促进职业

健康策略探析
1

阮晨

晗

2023 美国市场营销学术

年会（2023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Summer Conference，简称

AMA）

美国市场营销

协会

Knowledge Sharing

and Personal brand:

When Does Sharing

More Backfire?

第一作者

2023 美国市场营销学术

年会（2023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Summer Conference，简称

AMA）

美国市场营销

协会

Effort or Ease? The

Impact of Sharing

Improvement vs.

Hedonic Posts on

Personal Brand

Evaluation

第一作者

亚太社会心理学双年会 香港教育大学 The impact of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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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knowledge variety on

expertise

perception for

personal brands on

SNS

亚太社会心理学双年会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香港教育大学

The effec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erceived

ownership on sharing

consumption

attitudes

通讯作者

屈峰
亚太营销国际学术会议

(APMA)
中山大学

Morality or Trust? A

Study of the

Willingness to

Consume Low-carbon

Forest Foods Based

on a Selective

Experiment

通讯兼第

二

陈贵

松

“三库+碳库”与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理论研讨会

福建省社科

联、福建社科

院、福建日报

社

“森林是钱库”的经济

价值研究
第一

林榅

荷

亚太营销国际学术会议

(APMA)

中山大学管理

学院

澳门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Brand

Humor Marketing on

Consumer Brand

Attitude on Social

Media》

通讯兼第

二

2023 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

学研究会学术年会暨博士

生论坛

由中国高等院

校市场学研究

会主办、武汉

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承办、

安踏体育用品

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

《我国社区团购的研

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

可视化分析》

通讯兼第

二

第二十届 JMS 中国营销科

学学术年会暨博士生论坛

《营销科学学

报》主办、中

南大学商学院

承办

《品牌表达风格与幽

默选择对消费者品牌

态度的交互影响》

通讯兼第

二

谢向

英

第一届博鳌国际创意农业

论坛

主办单位：博

鳌乡村振兴论

坛组委会、海

南省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

业文化挖掘与创意开

发

唯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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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会、成都

天府新区国新

大数据产业技

术科学研究

院；支持单位：

中国县镇经济

交流促进会

雷喜

斌

海峡两岸民族文化交流会

暨潮州凤凰山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

中共潮州市委

统战部

文旅驱动潮州凤凰山

畲族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

研究

1

谢帮

生

第四届经济管理与大数据

应用国际学术会议

(ICEMBDA 2023）

Academic

Exchange

Information

Centre

Research on Public

0pinion of Double

Carbon Policy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Futures Index of

Three Major Sectors

——Evidence from

China

吴彬红、

丁玉婷、

董丙瑞、

谢帮生

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

会 2023 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审计学会

审计教育分会

/云南财经大

学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促进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了吗？

汪虹雨、

谢帮生、

吴彬红、

陈鎏鹏

CCGAR2023 年第 2期审计

主题研究工作坊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会计

学院与西南财

经大学中国政

府审计研究中

心共同主办/

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节能环保重点专项资

金绩效审计能否提升

城市绿色经济水平？

——基于地方财政压

力的调节作用

董丙瑞、

李淑娟、

张皓乙、

谢帮生

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

会 2023 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审计学会

审计教育分会

/云南财经大

学

节能环保重点专项资

金绩效审计能否提升

城市绿色经济水平？

——基于地方财政压

力的调节作用

董丙瑞、

张皓乙、

李淑娟、

谢帮生

“一带一路”同德高校教

育联盟

国家重大战略及政策研究

论坛

“一带一路”

同德高校教育

联盟/上海财

经大学

节能环保重点专项资

金绩效审计能否提升

城市绿色经济水平？

——基于地方财政压

力的调节作用

董丙瑞、

张皓乙、

李淑娟、

谢帮生

第二届乡村振兴与共同富

裕高峰论坛

南昌大学/江

西省乡村振兴

局/江西省土

数字乡村建设能否推

动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基于双重机

陈鎏鹏、

周子渭、

谢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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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会 器

学习的因果推断

第三届国家重大战略及政

策研究论坛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研究院/

上海政法学院

人工智能法学

院/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农村产业融合的农业

碳减排效应研究

谢帮生、

陈鎏鹏、

董丙瑞、

吴恒伟

7.论文质量

（1）明确规定与要求

为了保证 MBA 学位论文质量，MBA 中心向指导教师和 MBA

研究生公布了《福建农林大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规定》、

《福建农林大学学位论文初审与论文评审的具体要求（试

行）》和《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统一要求》等

有关规定。对开题动员、开题论证、中期考核、论文撰写、

格式审查、论文终稿提交、论文查重、盲审、答辩、学位申

请、授予学位等环节做出明确说明与要求，全面引导和规范

学位论文的撰写与指导工作。

（2）严格过程管理

MBA 中心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主要从以下五个阶段进

行管控：一是在论文选题前，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对学生论

文选题、开题、文献综述撰写与论文写作规范进行培训；二

是在开题论证阶段，邀请相关校内外专家和企业高管进行开

题论证，严格把控论文开题质量，对不符合要求的开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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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予以通过（2021-2023 年开题通过情况详见表 18）；三

是进入撰写论文阶段，以专题讲座的形式集中辅导学位论文

的撰写，并借助网络、手机等信息化平台，加强和督促学生

与导师之间的交流，如建立 MBA 教师群、MBA 师生交流群、

MBA 学生群，确保论文工作进程与指导质量；四是在提交论

文阶段，根据论文写作要求，MBA 中心组织专人集中审查所

有学生的论文，对不符合要求者退回重改；五是在论文答辩

阶段，经答辩委员会审定，不符合要求者坚决不予以通过答

辩，延期半年后再次送审论文，送审合格后方可重新申请答

辩。

表 18 2021-2023 年开题通过情况

序

号

年份 申请开题人数 一次通过

人数

二次通过

人数

合计通过

人数

一次开题

通过率

1 2021

上半年

7 7 0 7 100%

2 2021 年

下半年

30 19 8 27 63.3%

3 2022 27 20 5 25 74.1%

4 2023 52 42 9 51 80.8%

（3）实行全员盲审制度

MBA 中心严格执行学位论文查重制度，对符合检测标准

者（内容重合率低于 20%）再实行全员盲审制度。每年由校

研究生院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学位论文，送到校外 3 位专家

进行盲审，其余学位论文由 MBA 中心全部送到校外 MBA 院校

3 位专家进行盲审，本校教师不参与本校 MBA 学生学位论文

评审工作。全员盲审制度有效规范了学位论文撰写与指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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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保证了学位论文的质量。

2020 年至 2023 年间，MBA 中心毕业人数分别为 14、29、

16、20 人。毕业生的论文选题均符合工商管理的学科范畴，

均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完成，在导师的指导下，学生的选题要

么是来自导师项目的子课题，要么是来自企业实践中的真实

问题，从研究问题出发完成论文的写作。论文盲审的评分中

累计有 17 人在一次送审时评价为 C 等级，二次送审后均达

到 B 级以上评价。

8.质量保证

（1）分流淘汰

严格要求任课老师执行上课点名制度，加强《福建农林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考勤制度》的落实。学员

迟到的次数将直接与最终考试成绩挂钩，对于少于 2/3 到课

率的学员不给予考试资格。

（2）学分制管理

课程实行学分制管理，课程实行学分制管理，MBA 研究

生在基本修满 48 个标准学分时可进入论文阶段。其中，学

位课程不少于 34 学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14 学分。MBA 研究

生在读期间还应完成第二课堂（3 学分）必修环节，具体方

式见校研究生院相关规定。

课程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MBA 课程主要包括学

位课（含公共课、核心课）与非学位课（含必修课、专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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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和在线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学位课成绩以 70 分为

合格，其他课程成绩以 60 分为合格，达到合格要求的方可

获得学分。

（3）加强对课外自主学习的审核

为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将网络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

有益补充，鼓励 MBA 研究生结合 MOOC 课程进行课外自主学

习。凡参加“学堂在线”“中国大学 MOOC”“MOOC 学院”三

大平台学习取得的 MOOC 研究生课程成绩，均可作为评定相

应非学位课成绩的依据之一。凡需结合 MOOC 课程进行课外

自主学习的研究生，应于开课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经任课教

师、所在学院审核后，报校研究生院审批。有关课程的教学

小组、任课教师应对 MOOC 课程及内容与我校课程大纲的吻

合度进行审核，教学内容与我校相关课程教学内容吻合度低

于 60%的 MOOC 课程，一般不予审批。学生通过学习，取得“合

格”及以上有效成绩者，本校相应课程的听课学时只需达到

该课程总学时的 1/3，即可取得考试资格，该课程的成绩以

MOOC 课程成绩和本校考试成绩各 50%计入。

（4）严格把关成绩评定

各科成绩以考试成绩、作业或专题报告完成质量以及课

堂讨论发言表现等综合评定。学位课不及格者不予补考，直

接重修；非学位课考试不及格者可补考一次，补考不及格者

必须重修。同一门课程补考或重修不得超过一次。课程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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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超过四门者（包括四门），不能授予 MBA 硕士学位。

9.学风建设

根据《福建农林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规

定（试行）》、《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行

为规范》等相关规定，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学风管理。

一是加强上课考勤制度的落实，严格要求任课老师执行

上课点名制度。为抓好这项工作，MBA 中心开发了上课点名

系统，用于准确记载学生出勤情况，并即时通报考勤情况，

如在 MBA 中心 QQ 工作群中发布即时上课考勤情况及向缺勤

的学生发出短信通知。

二是严肃考试考核制度，加强考场管理。每门课程考试

执行“双监考人员监考制度”（一位监考人员是任课教师、

另一位监考人员是 MBA 中心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要

求学生必须独立作答，对考试作弊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三是建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机制，从严管理毕业论

文质量。一旦发现学位论文有学术不端行为的，立即启动调

查程序，由经济管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认定，并视

情节严重情况，按相应规定进行处罚。

四是落实导师负责制，注重发挥导师的教育引导作用。

导师作为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重要的质量把关者和第一责任

人，要求导师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遵守学术

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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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落实班主任责任制，注重发挥班主任的教导作用。

每个班级配备了班主任。要求班主任加强与学生联系，经常

深入班级与学生沟通，开展以学风建设为主题的班会，营造

良好的学风建设氛围。

10.管理服务

（1）学生管理

编印、发放《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教育手册》和《福建

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手册》，明确学校学生管

理的各项要求；充分发挥校内外导师的作用，强化导师第一

责任人的要求；每个教学班级配备班主任，负责科学统筹班

级活动，协调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建立班委

会，定期召开班委会，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的作用；设立 MBA 联合会，通过 MBA 年会等方式，成为

中心、企业和学生的沟通平台。

（2）学生服务

建立了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学

位信息采集系统等；设立 MBA 学生电子信息库，创建 MBA 点

名系统和短信群发系统；构建班级 QQ 群、微博和微信等交

流平台，提高信息化管理手段。三是后勤保障。中心设有休

闲健身活动室、案例讨论室、MBA 图书资料室，教室安装了

无线 HUB，免费 WIFI 全面覆盖教学楼区域，提供午间休息室，

设置母婴室，为每个 MBA 学生提供储物柜；安排专人负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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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生证、借书证等各类证件，为需要宿舍的学生安排宿舍，

协助学生办理学校有关部门规定的离校手续，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的人性化服务，得到了师生的一致认同。

11.就业发展

加强学生职业发展培训与服务。设立 MBA 联合会，下设

职业发展部，其职责主要包括：（1）积极组织、开办就业培

训等有关活动，并以联合会成员丰富的资源为后盾，积极为

会员提供各类增值服务；（2）搜集和提供有关创业就业的信

息；（3）拓展信息渠道，促进学员职业发展，积极推动 MBA

学员创新创业及 MBA 创业基地建设；（4）与相关企业和公司

建立长期合作和联系，为 MBA 提供实习和再就业的平台。

聘请福建省企业咨询管理协会、福建省人力资源管理协

会相关人员为学生举办了职业发展方面的讲座，安排专人提

供职业发展咨询。邀请优秀 MBA 校友回校为在校生提供管理

咨询服务、推荐就业岗位。

（四）服务贡献

1.科技进步

上表 8 显示，2023 年 MBA 中心专任教师撰写多篇决策咨

询被不同部门采纳，其中省部级采纳 15 篇，获省部级领导

肯定性批示 5 篇。上表 9 显示，2023 年 MBA 中心专任教师参

与的科研项目获得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7 项。其中国家级科

研成果奖励 1 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6 项。其中 2 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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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成果《多维视角下中国木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获得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经济发展

MBA 中心专任教师积极开展高质量社会服务，比如陈秋

华教授、赖启福教授，以及陈贵松副教授、谢向英副教授等，

2023 年举办超过 37 场讲座、论坛，受益人数超过 2300 人次。

3.文化发展

从上表 4 可以看出，MBA 中心专任教师在助理乡村振兴、

城市发展规划、农文旅融合，尤其是红色文旅发展方面突显

了智库专家的优秀贡献。

二、 自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一）成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为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

估工作，经济与管理学院成立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领导小组”，其中由 MBA 教育中心、工商管理研究院主管 MBA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1）

动员部署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2）科学编制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3）遴选、组建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工作专家组；（4）对学院各学位授权点的自评报告进行审核。

（二）工作流程

根据《福建农林大学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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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评估工作方案》（下面简称“工作方案”）要求，参加周期

性合格评估的学位点须在 2023 年 12 月完成学位授权点自评、

专家评议、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等工作。

1.做好《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自我评估总结

报告等相关材料准备；

①填写《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各学位点已于

2022 年 3 月份在系统上提交一版）；

②参考《工作方案》“第三条 评估内容”、《学位授权点

抽评要素》《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等文件，做好学位

授权点截止现阶段的总结报告、支撑材料等以备评议专家查

阅；

③撰写《学位授权点 2023 年度建设报告》；（2021、2022

年度已提交，年度建设报告是评估重要支撑材料，各学位授

权点务必认真总结、撰写；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

签字后加盖学院公章）；

④评议专家要求的其他材料。

2.专家评议：参考《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第三

条 评估方式”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做好准备并组织开展专

家评议工作。

3.总结提升

根据专家评议反馈意见，制定学位授权点改进提升方案，

完善学位点自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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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程安排

1.2024 年 1 月 5 日前提交：《学位授权点 2023 年度建设

报告》电子版、纸质版。

2.2024 年 1 月 20 日前提交：《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

表》《学位授权点评估专家诊断评议意见表》《学位授权点改

进提升方案》电子版、纸质版，并报送校研究生院。

（四）外单位同行评估专家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意见

1.遴选并确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专家组，具体名

单如下（共 5 人）：

（1）孙瑾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人才项目

入选者

（2）于桂兰 吉林大学教授、博导

（3）谢莉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4）屈文洲 厦门大学教授、博导

（5）严鸣 暨南大学教授

2.同行评估专家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意见汇总

福建农林大学 MBA 教育围绕打造“闽商精神催发地”

的办学目标，致力于培养厚基础、勇开拓、重责任、善实战

的高素质、应用型的综合性管理人才，取得了不错的阶段性

成果。授权点自我评估报告内容翔实，凸显了福建农林大学

的办学特色，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口碑和办学效果。以下为几

点改进建议供参考。

一是建议进一步凝练和凸显福建农林大学 MBA 办学特

色和差异化定位，尤其是 MBA 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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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和促进作用，体现出差异化办学理念。

二是在学校 MBA 办学过程中，一些代表性优秀课程品

质和特色，产教融合的案例教学，和业界共同打造的课程或

是实习基地、案例等，建议在材料中进一步强调和突出。

三是在 MBA 培养过程中，MBA 授课教师是否指导学生

参与过国际、国家级挑战赛事并获奖，如果有相关内容，建

议补充。

三、持续改进计划

（一）存在的问题

我校 MBA 经过不断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

由于办学时间不长，与国内一流院校及兄弟院校的优秀办学

模式和经验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有待于通过不断改革

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是招生规模有待扩大。近几年来，虽然招生人数显著

提高，但与兄弟院校招生规模、市场需求以及办学效益的要

求相比，招生规模仍然相对偏小。

二是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目前从事 MBA 教学

的教师中，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具有较高管理理论水平与丰

富管理实践经验并熟悉 MBA教学特点的高水平名师仍然偏少。

三是目前的办学特色中有强调“涉农、涉台特色”的总

体发展目标，但从目前执行情况来看，与该目标的匹配度还

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等和

一般院校的 MBA 课程一样，并没有特别体现出“涉农、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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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特色”；开发的案例“涉农、涉台”较少等。

四是案例开发及使用效果有待提升。我校在案例开发上

虽然投入很大的资金和精力，2023 年有 47 篇入选“中国管

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等优秀案例库，且连续两年都有 2-3

篇案例入选 “百优”案例，但自编案例在课堂上的使用效

果还有待提升。

五是国际交流有待拓展。我校 MBA虽然在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交流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但是还处

于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

（二）持续改进计划

1.坚持走特色办学之路，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 MBA 品牌

2.加大招生工作力度，适度扩大办学规模

3.提升案例开发水平，促进案例教学水平更大提升

4.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学生国际化视野

四、整改具体措施

（一）坚持走特色办学之路，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MBA

品牌

紧紧依托学校农业、对台优势，深化涉农、涉台特色，

把我校 MBA 项目打造成在福建具有良好知名度的 MBA 教育品

牌。

（二）加大招生工作力度，适度扩大办学规模

坚持以需定招，合理确定招生结构和规模。今后要结合

人才需求和教育资源状况需要，加大招生工作力度，扩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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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MBA 的规模和社会影响。

（三）提升案例开发水平，促进案例教学水平更大提升

继续完善我校 MBA 教学案例开发的激励机制，提高教学

案例开发的质量，争取更多特色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

享中心”百优案例，促进案例教学水平更大提升。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学生国际化视野

以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为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台

湾及国外商学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MBA 学生的国际化

视野。


